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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陀教育影音集成達理法師口述金剛經講義文字記錄作業規則 

《例一》－表《》內文字為外加的內容，例如用以指示該段說法係對應於第幾小時之第幾分

之第幾秒，或表該文字係由記錄者額外添加等，並非達理法師口說原有。文字紀錄者必須忠

於原意、原文。倘能同時兼顧原意與原文時，不宜更動任何文字。然當發現由口語轉成文字

過程易導致讀者無法領會原義時，在「依義且儘量依語原則」下，被迫添加少許語助詞、文

字或說明，以協助讀者體會達理法師原義。為免逾越，此等文字特加以外框《》，以提醒讀者

其非法師口語原有內容，也可藉此方便後續勘誤者的校對更正，以免因記錄者個人原因，造

成記錄失真。《ⅹⅹ:ⅹⅹ》-《》綠色底且有下標者表演講開始或結束的時間。 

┤ －表語音中斷。  

├ －表語音重新開始。 

例二－紅底表文字有誤。 

例三－紫底表文字可能有誤。 

例四－黃底表提醒對該文字須提高警覺。 

《例五或例六或例七》－表無法確定為其中多者中之何者。 

《討論例八》－當文字記錄之斟酌無法以簡短文字清楚表達時，以討論呈現之。 

 

《討論一》 

此處法師的口述內容可有三種不同解讀 

一、破到那清淨的、沒有、實相的不能破，它就算了ㄌ
ㄧ
ㄠ
ˇ了˙

ㄌ
ㄜ。 

或 

二、破到那清淨的、沒有四相的不能破，它就算了ㄌ
ㄧ
ㄠ
ˇ了˙

ㄌ
ㄜ。 

三、破到那清淨的、沒有事相的不能破，它就算了ㄌ
ㄧ
ㄠ
ˇ了˙

ㄌ
ㄜ。 

本文字紀錄中暫時採納以上三、的解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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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00:00》開始 

修行的方法。「金剛經」也是這樣地，祂最初破相，破見，這…最後破這個，無我、無人、無

眾生、無壽者，那是什麼﹖就破念頭！念頭起來裏面，念頭出來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

壽者，這個念頭就清淨了，嗯，我們假若懂這樣地，那一部金剛經啊，你可以這樣去修就可

以了，也不必再去詳細研究祂，嗯，這是我對金剛經的理解，可以貢獻大家，可以參考。假

如大家認為對，那這樣去做非常方便；假如人家有什麼意見，那你去研究，這個是各人各人

的見智見仁，我並不一定講我的對，我不敢講的。可是那修行啊，最初、因為我們念頭出來

就有見了，有見就有相了，它由細而粗，嗯，要修起來由粗而細－破相、破見、破念頭，這

是最徹底地，祂「金剛經」的宗旨也是在這。嗯，我們要先講，這個「五重玄義」我希望大

家看看就好了。因為我這一個一個名，解釋名，已解釋啊；又解釋這個體，以什麼作體﹖祂

以空體、清淨為體；啊、什麼宗旨﹖祂破執嘛！這個是祂宗旨；祂的作用，嗯祂作用也是這

個－「無住生心，生心無住」！這祂作用啊，祂妙用，不著四相，一路都不著的；嗯他判教

相，判教相我可以告訴大家：「判教相啊，我們不要跟祂佛法裏面搞到頭昏腦脹」。比如世尊

講，華嚴講我這是經王，講法華這是講經王，嗯祂講這個般若，祂講我這個法門最尊最貴。

哈！祂世尊自己講的，那是王大呢﹖還是最尊最貴的好﹖這個我們也可以講：「你、適合你就

好了」，所以我是講：「人家講，賣花說花香」，沒有一個人賣花講：「我這個花不香的」－沒

有人要啊！世尊講法門，講這個法門是－馬馬虎虎啦，馬虎你講出來做什麼﹖祂一定贊成它，

講這個法門很好，那眾生才重視， 

 

《02:38》 

那眾生重視啊，未必每個法門都適合，是不是啊！你、適合你就是好的；你、不適合你，你

不要修它，也不要毀謗它，我們最怕人家一喜歡這個法門，就毀謗其他的法門，我是講啊，

你這個弘法、弘揚佛法是功德，你毀謗佛法是罪過，你不要功德抵不夠你罪過，你虧本啊，

那你要注意，因為都是佛說的，譬如那一宗、那一派，都是好的，都是從世尊的法門去修持，

你不要喜歡、你修般若就講他念佛法門不好，實在你心清淨來念佛最好，兩個和合起來那最

好，那很容易成就地，你不要以為他－喔念佛是著相，那你眾生啊最初你著相，久而念到一

心不亂，嗯，再念而無念，他破相了，他花開見佛－花開見佛就等於明心見性，那是一樣的

道理。那所以、我這裏順便同大家講，這法門啊不要輕重它，都世尊教化我們的，嗯每個法

門都好，可你適合你，你就認為它好，就好了啊，其餘不適合你，你不要講它不好，旁人也

好。好像我們吃東西，要吃辣椒的，沒有辣椒啊他講這菜再好也不好，不會吃辣椒的啊，你

一點辣椒，它那菜再好他也講不好，因為這是各人各人的口味。欸，我們不要隨便去謗這佛

法，這又是末法時期，你教內就自己謗來謗去，那是講佛法就更要衰微了，所以我們有句話

－「要這個僧讚僧，就法興」，我是講：「要法讚法，那佛法才興」，這個法門對、這個法門－

世尊講，很好，那法門也是的－世尊講，也很好，那你這佛法就興盛了，你不要一個佛法起

來，很多法門啊講那法門不好、這個法門不好，嗯，你修禪宗的就禪宗最好，其他不好，嗯，

修那一宗的講那一宗最好，這是、這眾生的偏見－世尊講法是適應眾生的根器祂沒有好壞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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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像醫師開藥方一樣地，你有這病他開這藥方，治這個病是好的，其他的病啊，不適應的你

不要去吃它就好，你不能講它那藥方不好，它可以醫好人的，啊一樣的健康就好了， 

 

《05:24》 

這我們要去理解這東西，這個東西呀就是般若，你不要看這東西是、講它這個同般若有什麼

關係﹖這是般若，般若的「不著相」，嗯！你任何相都不要執著它，欸，不要執著它，那將來

般若一清淨之後，心俱萬法，是好的，都是好的，這是一樣的，所以講這句話並不是同般若

有什麼關係－就是般若，嗯因為不了解它，都是輕重它，心裏面輕重，心裏面就不平等，不

平等啊它就不平常了，不平常又有百煩，那心啊老是動的，它沒有定的，那怎麼是般若﹖般

若這是慧啊，沒有定的支持它那是狂慧，有定沒有般若，那是增長無明的，這個定慧要等持

啊它就是般若，嗯，這般若並不是講啊專講智慧、沒有定就可以做般若，那也不成的，它一

定要定慧等持，嗯它這般若構成，所以這「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」，「緣起性空，性空緣起」

的，它都不會偏一邊的，都不會偏一邊的，這就是般若，所以我們對佛法八萬四千法門啊，

門門都是好的，佛講的沒有不好的，這是有般若、有這個智慧啊，你假如講－「這我們修這

個好，其餘的不好啊」，這個就不是般若，這是眾生的知見，這我們要理解它，所以這樣地學

啊，那學般若的他就不會偏空，不會執著他自己本宗的，他沒有、他般若裏面沒有自己執著，

有執著他都破掉，嗯他破掉，這個我們剛才講的，噢大家要注意。 

 

《07:33》 

嗯，這今天比如講這經題，翻譯的人也講了！這五重玄義我裏面也有寫，希望大家自己看，

那裏不清楚，我一天在這裏只有講一次，那其餘的空啊，這大家也是不嫌棄的時候，我們私

人也可以去談談，一天也沒有什麼事，因為談起來也很好，談佛法談起來心裡很愉快地，不

要談世俗話，世俗話談起來就心裏就又是是非非的，那個不好，嗯，這我們要注意。現在時

間有沒有﹖還有幾多1﹖啊，到了就…，這個經文、我們明天起再正式來講經文。 

 

《08:27》 

昨天講般若，我差一點漏掉「三般若、五般若」，我想今天再補充一下。我們普通講的般若是

有三種：「實相般若」、「觀照般若」、「文字般若」；嗯佛經裏面也有講、這含的多兩種：一個

是「眷屬般若」、一個是「境界般若」。這「眷屬般若」是一種聯想－比如我們看到青絲就想

到黃絲、赤絲，這是叫「眷屬」，這也應該包括在「觀照般若」裏面，可以包了，因為「觀照

般若」一看到這青絲，它有想到這也有紅絲，也有這綠絲，它也會這樣的，那所以－這個「眷

屬般若」。這唷「境界般若」，「境界般若」就是「文字般若」，我們「文字般若」講這樹就是

樹、山就是山，這一切「境界」就是「文字」代表。那實際是有「三般若」。 

 

《09:41》 

這「三般若」啊比如「實相般若」是講我們的心體－「心體實相」，「心體實相」啊－「實相

無相無不相」，這實相並不是講啊…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《多少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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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09:56》 

它無相就空的，無不相啊它能起作用，嗯，就顯示一切相，所以心具足一切法，它是同大明

鏡一樣的，嗯它有大明鏡光明體，它裏面就含藏一切山河大地、森羅萬象的影啊，都是在它

鏡子裏面顯示出來，所以我們講－「山河大地，森羅萬象，都是一心之所印」，就是它…，這

個是實相，實相本來是空體的，空體的啊才能遍滿，嗯才能遍滿，要凡有事相的，這遍滿就

不容易，因為事相有所限的，這個是「實相般若」。「觀照般若」就是我們的用、的妙用，這

觀照啊要觀一切世間無非是緣生的，緣生的幻化不實的，啊那你不要執著它，因為凡是緣生

的事，在我們這身相，在有情啊有生老病死，在器世間有成住壞空，在心裡有生住異滅，嗯

它這遷流不斷的，固然是無常，也不是斷滅的，嗯，那你這樣2能觀照它－常無常，它既不斷

滅也不是常的，那世間法你了解了，你就不會執著它，嗯知道它幻化的、不實的，你可以解

脫，嗯就不要著相了。 

 

《11:53》 

這「文字般若」啊，「文字般若」就是一切境界，就經典由文字記載下來所講的，佛所講的道

理我們由文字記載下來，我們可以了解佛當時所講的義理是在什麼地方，所以我們有一句話

－「從境界，起觀照，證實相」，就是「要從這文字般若去修，觀照它道理去實修，就可以證

到自己的法身」，這個是從一般的講法，可是我們要知道，我們這一念心起來啊，可以講具足

「三般若」，這怎麼講﹖我們一念心起來，你看這一念從哪裏起來，我們這念、固然由於過去

的這個八識所含藏的，那就習氣，嗯它裏面「相分」、「見分」，它會生起，我們這習氣的它會

動，動啊、就是我們這心念起來，心念起來「無動而動」－它本來心體是無動的，因為心念

起來啊它就這動了，這個動、心體起來這動，這是講我們的「實相般若」也有這作用啦！這

一動就是「觀照般若」，一動就顯示一切法，這一動一方面「觀照般若」顯示一切法，也是「文

字般若」，所以一念心中就具足三般若，所以天台講－「一念具足三千」，嗯「百界千如」，都

是這樣地。 

 

《13:47》 

所以我們心假若細一點，就可以發現我們這念頭非常之厲害，並不是一個念頭起來很單純的

就講我現在要想什麼、想什麼這樣的。可我們念頭一起來啊，它俱足的，為什麼﹖我們念頭

起來，我們不注意啊，噢，要注意它－這念頭起來馬上「事相、什麼東西都擺現在我們目前」，

嗯這是這樣，這事相擺現在我們目前，這是等於「文字般若」、「境界般若」，可以這個心念一

起來，就是它的作用，體用這也同時的，這相也可以講是同時的，嗯它有體有用，這用同大

明鏡一樣的－它裏面一定顯一切事相，所以可以講是同時的，所以這一念心起來，也可以講

具足「三般若」，這一念就是般若，我們簡單講就是般若，所以稍微不注意啊可以漏掉這「三

般若」這個名相，這所謂名相我們心裏面具足的，具足、有的！至於那五般若－我剛才講的

－「眷屬般若」在這「觀照般若」裏面，已含在裏面了；「境界般若」就含在「文字般若」－

文字就3是境界，我們講房子，呵、大殿是大殿，那兩個都是文字啊，嗯它就是一切境界，它

是在文字裏面。所以這「五般若」也是「三般若」。我們「三般若」只要心微細一點去看啊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《這樣或只要》 

3
 《就或只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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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是一念心起來，我們心粗，心粗就不知道它裏面含藏那樣厲害，所以我們心細的時候，古

德講得更兇了－「一念三千」－這是天台所講的，我們沒有那樣、心那樣細，嗯，心細來實

在一念起來就十法界都俱足，嗯那這我們要慢慢修持。 

 

《16:11》 

假如在座有這過來人，嗯再…，我們不敢講，其他的要靠我們這實在修行啊，我昨天所講的

是修這念頭，修念頭啊，最好的方法我實在講啊就是「念佛」－嗯，它！我們不要什麼求妙，

所以「念佛」就非常簡便、直接了當的法門，噢！「圓中圓，頓中頓」，它就這樣地，很快地，

念頭起來就阿彌陀，所以永明壽禪師啊，他在這禪宗裏面－這大徹大悟的人，嗯他一天要念

十萬佛，很多人講：「他一天怎麼會念十萬佛﹖」我是講：「我們心太粗了」，我們念頭啊細的

沒有發現，這發現到細的念頭啊，那一天十萬也可能不只哩，他就看念頭念佛，這看念頭念

佛很快地，嗯不是那很慢地，他可以念到十萬，我們看到很多這水裏面起波浪是粗的，等到

水啊你看它好像在沒有動一樣的，可是那些才微細的流，嗯微細的流啊，就看到好像沒有流

一樣的，那個是最細的，我們心也是一樣的，等到發現這個心念非常微細的時候，那你就好

棒了！那微細的呀，它好像動而無動，啊它也無常的，它以前…啊、後浪推前浪，可是它太

近太細了，我們眼光啊看不大清楚，水沒有這停止的！要水停止啊就沒有作用，所以這「流

水不腐」－它流水啊它就不會壞，嗯，不流的水啊會壞，我們心念也是這樣地，我們看到一

個人的心念好像是不動的，欸！除非是這一班羅漢，他用定力去抑它，不讓它起這個妙用，

嗯，它所以羅漢啊，世尊講他「焦芽敗種」，沒有作用，自了漢，可是我們還沒有他地位，我

們不能隨便批評啊，他還是一個小聖，可是他確實就這樣的，嗯他不起作用。 

 

《18:50》 

我們的心念，大乘佛法的心念，這自己不起念，嗯祂還要他起來，所以等到八地菩薩不動地，

嗯祂講啊、佛經裏面講，世尊又加被他，佛要加被他，講：「善男子起」，嗯他做什麼事啊﹖

啊！你不是有發願要度眾生嗎﹖你現在自己入定，那很舒服啊！那你願力要怎麼講﹖嗯、行

願也不去做，所以那講是世尊加被他，我是講那他以前有發這個願，到那時候他悲願會觸動！

欸，會觸動他。所以我們這修行發願非常要緊－沒有願他將來心啊就非常之沒有力量！他有

願啊他有力量，你想要自己入定，很享福地，它不准許你，嗯你要度眾生！ 

 

《19:56》 

所以我們這大乘佛法，同「觀音菩薩」一樣的－「尋聲救苦」，他心動起來雖然沒有這境界在

前面，他還去找，找就要去度眾生，這去掉眾生的苦難，就「尋聲救苦」，還非要這樣地－這

是大乘佛法的精神，行菩薩道是要這樣地。所以我們這心這呀它一天都在那邊動，動哩、眾

生一動就是五欲名利，這、他不知道有清淨的心的快樂，他不清楚地，他認為這五欲名利就

很好，所以一天趕為名利跑，這生死未了的，我們修行啊，為什麼講世尊教我們修執著《語音

不清》，我們很多戒條都是去掉我們這個貪欲、五欲、六塵，  

 

《21:02》 

這東西要去掉，讓我們心清淨，這樣清淨它雖然心念一樣地會起來，可是前念清淨、後念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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淨、念念都清淨，你想那個是什麼人的境界﹖那是成佛了，是不是啊﹖喔，所以前念不生，

前念不生就是清淨，嗯生心起來就有好也有壞，後面不滅，嗯後念它繼續起來、不滅，雖不

滅也不生，那不生不滅就是「涅槃」啦，嗯，不是「涅槃」只有知道－「涅者不生，槃者不

滅」，什麼不生﹖什麼不滅﹖這自己不了解，嗯，就是我們自己心，念頭一起來「不落四相、

不落空方」－那清淨的心體，可是欸，這個就是講「無生」啊！呃、你講啊你這念頭生甚麼﹖

無啊，沒有啊，沒有生什麼，可是啊後面不滅，嗯它不是停止－講後念不會再生起來，它繼

續生起來，所以相續不斷的、相續不斷的都是「無生」，無生就無滅，嗯無生無滅這念頭起來

也不垢不淨，也不增不減，嗯心經所講的啊，嗯，它那樣地就是涅槃啊，就涅槃，嗯，到那

境界就是涅槃，涅槃啊就證果了。 

 

《22:37》 

嗯，所以我們修行啊，實在講就修這念頭，你修哪一宗都修這念頭，所以法相宗它「六七因

中轉，五八果上圓」，它也是修這轉變這念頭，譬如說六識轉到「妙觀察智」，「妙觀察智」我

剛剛講的，它一切因緣生的、幻化不實的，他不執著它，嗯，不執著它、裏面就沒有好壞的、

這心的分別，那第七識啊，它沒有辦法執著了，嗯它就一個平等的，嗯，這六識沒有分別，

七識平等啊，第八識啊一定就澄清啦，嗯，它裏面沒有含藏什麼，那就「大圓鏡智」，成佛是

成為這「成所作智」。嗯、這些講起來就是般若。我昨天講，般若要從這極平常的對這平常的

一天的生活、一天的行為都是不要去貪著，不要去分別好壞，那個你講是什麼﹖就是般若。

因為般若是「現量」的境界，欸，看那樣就那樣地，他不動了，那樣地他是不是清楚，他清

楚啊，假如我們一百個人心裡啊不要起分別，一百個人看一件東西，一定是一樣的，那一樣

東西呀就叫真理啦。嗯，假如一百個人裏面，各人各人的習氣不一樣的，這個嗜好不一樣的，

嗯他這個認為，有人是認為歡喜，有人認為這個不歡喜，這是難免的，那這個是參差了，這

個是偏差啦，那一偏差啊，在這法相宗叫「比量」，嗯那一定是「非量」的，那不正常了啦，

把那件東西啊變得千變萬化，它不是東西去千變萬化，是我們每個人心裡的變化不一樣的，

你想那個那就不是般若，那不是我們真心啊，那是虛妄的心，咦是意識心。嗯這東西我們要

了解。 

 

《24:57》 

我們了解了，實在講對我們的修行很大的作用、很大作用。否則，修行不知道這真心同這意

識的分別，欸不清不楚，那你從意識去修，修一輩子你想要了脫生死，不可能的事，他一定

流轉生死的－有是非、有好壞，這個心裡啊不平的，嗯不平地，嗯，它也是一不平啊就不是

常的，它就非常啦，非常啊它就生滅的，嗯、這我們要了解它。這是因為昨天啊，我想講話

一講多，這就忘記講這般若有「三般若」、「五般若」的差別。所以今天先補充一下，然後我

們再講這經文。 

 

《25:57》 

這個講經文啊－「如是我聞」，這「如是我聞」在一般的註解，馬來西亞那個竺摩4法師，他

一次同我講－他去累計起來、把人家的古德註解去累計起來有二十多種的解釋法，呵，它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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繁的、很繁的！可是我們從心裡來講，「如」-心裡那樣就那樣地，那就是「如如不動」啊，

嗯，這那樣就那樣地，所以「現量」地，嗯他不變它，那是「如」啦，一「如」就一定「是」

地，嗯，一定「是」地，不如就不是，嗯不如、因為不如啊就不是啊，因為我們對這一切境

界，嗯聽到音聲，音聲講話的人是講一種音聲、它一種道理，所以每個人不一樣的，他會想

－喔這個應該是這樣地解釋、應該是那樣地解釋，這眾生自己的習氣所引起來，不一樣的，

嗯，這個既不如就不是啦。 

 

《27:20》 

可是在這裏講「如是」，我們可以簡單地講，這是集結經典的時候，阿難尊者他去複誦－他是

多聞第一，實在他是七佛的，專地《無法辨識》同這要流通佛法，他去示現去聽法，聽法了，他

沒有出家以前世尊所講的法他沒有聽過，他要求世尊講：「我出家，你以前講過的法你要補充，

講給我聽，我之後這《語音不清》還記得」，嗯世尊也答應他，所以集結經典的時候，他、大家公

推他去再複誦一樣的，他昇座人家看到：「噢！」－阿難尊者相貌同世尊差不多一樣的，他是

堂兄弟、叔伯兄弟，嗯他相貌很好的，因為人家以為是我們這本師佛再來，所以他阿難一上

去就講：「如是我聞」。他這「如是我聞」，一方面是世尊要入滅的時候，他阿難尊者還啼啼哭

哭，人家叫他趕快去問：「將來之後經典第一句要安什麼話﹖」，他就問世尊，世尊也交待他

－「如是我聞」，它同其他宗教的經典不一樣的嗯。 

 

《29:00》 

這「如是」在這裏啊，這呀講阿難他親耳所聽的，「我」－是本來無我，嗯，隨順世間而說「我」

－因為我們要講話，總要隨順世間的話，無我、假如無我，沒辦法講啦，他這個我，是－「不

是有一點執著」，嗯，佛法裏面講無我，這裏又講我，他隨順世間的方便而講地。「聞」就是

耳朵所聽見，他親身所聽見的，不是傳聞的，不是人家傳過來，佛法裏面阿難都從世尊、親

耳聽到世尊所講的，嗯一點都不會偏差的，這一點不偏差就「如是」！嗯，他世尊這麼講我

就這麼講－他複誦起來，所以「如是我聞」，這是最直接了當的，最實在的。 

 

《30:09》 

嗯，再講那些解釋啊，嘿！那個竺摩5法師跟我講二十多種的解釋，它那些很多是鑽牛角尖的，

它會也講得很有道理，講說我們心裡裏面如如不動，這是「如」啦，因為世尊講話從這個平

常心、從大悲心流露出來，祂也沒有起分別而說法的，嗯祂沒有起分別而說法，這話怎麼講﹖

祂應眾生的根器，你眾生有什麼毛病祂要破除你這毛病，祂心裡它本身不動的，嗯祂這樣講

出來，這也是講祂自心裏面不動的是「如」，流露出來就「是」啊，嗯它從真心流露出來，阿

難所聽的啊，它一點都不偏差，世尊那樣講，他也那樣講，所以這「如是我聞」要這樣地去

講它，從心裡講也可以，從這個外表－「世尊所講的」、「阿難所記得的」－嗯一點都不偏差，

都是「如是我聞」，一方面哩是成佛的知識、將來之後經典第一句就要安這「如是我聞」，這

是這樣子－簡單噢，我們要聽經聞法要看佛經，我們看佛經啊就聽到「佛菩薩在講話」、「我

們在聽」－一樣的，那也是要這「如是我聞」－要從內心去體會它，不要從意識去分別它，

這意識分別它是有各人、各人的喜好，不一樣的，多少有摻雜自己的主觀成見在裏面，去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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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經典啊難免有偏差，只要我們去掉這自己的見解，這樣子去慢慢從自心裏面去體會它，它

相應，那就是會有這樣「如是」嗯。所以我們看佛經，一定要「回歸自性」，嗯，不要老是從

意識裏面講：「啊，佛經講很好很好啊！」怎麼好法﹖同我心裡怎麼樣的﹖它不相應，那是沒

有什麼好處的，嗯，這是講啊、所以講：「如是我聞」－我們一切要看佛經，也是要依「如是

我聞」之心情去看祂。 

 

《32:54》 

「聞」－這個「聞」不光是聞音聲，要聞祂的道理、要聞祂的道理！從耳識，這耳朵的聽神

經裏面聽到音聲，這音聲進到我們心裡，這樣！所以「聞、思、修」，我們也要注意，「看祂

這個什麼道理，我們應該怎麼做」－這個是「思、修」，這樣地，他、如是我聞，那就時間不

會浪費，也不會錯過這佛法，這我們也應該了解，一切經典都要用這心理去看祂，你這樣看

祂，你慢慢就了解這佛法啦，嗯，佛所講的道理我們就慢慢會了解，否則我們是一種「盲人

摸象」，大象一樣的、你摸到腳他講怎麼樣，摸到身體怎麼樣，那是各人各人的知解，這實在

講不太理想的。假若是大家從真心去體會它，那你一百人、一千人哪，可能都是一樣的心理，

嗯這是一樣的，所以我們也要「如是我聞」去看佛經。 

 

《34:23》 

「一時」、這「一時」啊很多－譬如印度它不重視時間，它這印度裏面人家考據也很難，這是

一個地方、一個地方的人習慣性，可是在佛法裏面不能給湊在印度裏面來講，祂佛的講法，

他方佛土這菩薩、這些都會來聽法的－甚至天龍八部，我們在地球裏面各國家記載的時間也

是都不一樣的，那你寫什麼日子好﹖嗯，你寫一些，那你專寫印度的，同我們也不一樣的，

所以最好就寫「一時」。這「一時」什麼意思﹖「因緣成熟了，佛要講這般若經的時候」，那

是「一時」，「一時」就「時節因緣成熟了，祂要講－就是那個時候」，這是最好講的。嗯，照

我們的紀年、紀日、紀月，現在地球它很多不一樣的，嗯有用公元的，實在講希臘的來講，

它也很多不一樣的，這個我們也要了解它。所以佛法祂會適應，這個此土他方祂都適應，所

以用「一時」，這最妥當的，就是因緣成熟、要講這部經的時候，就叫「一時」。 

 

《36:07》 

這「佛」，「佛」就「釋迦摩尼佛」，是我們的本師佛。「佛」者是「覺」，覺悟的。所以一般人

他不了解祂、佛是覺悟，佛覺悟也要覺悟我們眾生的，可是一般人、社會人不了解，他把佛

菩薩看同其他的神仙一樣的－嗯他都是去要求祂加被保祐、這些事情啊，這些同佛教的講：「覺

悟也要你自己覺悟的」，那是不大一樣的，嗯不大適合的。可也眾生啊這是難免的，所以眾生

進到寺廟去，我們啊！最初他是迷信的，迷信也並不壞，我們要慢慢導正他，改他作正信的，

所以大乘起信論：「除疑破邪執《除疑去邪執》」－要去掉他這疑－懷疑地，趨大乘正信，這

是慢慢由他迷信引入正信，正信就是智信，啊要智慧的，這個覺悟的、覺悟的，所以「佛」

是「覺」也，我們這「佛」字就「釋迦摩尼佛」，「釋迦摩尼佛」－這是我們的教主、娑婆世

界的教主，嗯「釋迦摩尼佛」。那時候啊在講這本經在什麼地方呢﹖在「舍衛國」。「舍衛國」

是「波斯匿王」的地方，那很豐盛的，那地方很豐足的，實在講印度在佛出世，印度啊同我

們這春秋、戰國一樣的，這百教齊鳴、百花開花，那時文化很發達的，所以我們講這九十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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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外道實在是九十六種哲學家，他所講的很多從外面講進去的－這是外道，我們佛法是從心

裡裏面體會它，由真心發出來，那是講我們的佛法是對這外道的不一樣的，外道從外面的，

嗯我們從心裡裏面去體證它。 

 

《38:42》 

所以這是在…因為印度於那時候文化很盛，它現在落後了，這是時代不一樣的，嗯，古印度

時候、在佛時候又是舍衛國，它文物很發達的，很豐饒的，因為假如不是那樣地，你想：「佛

的一到處就一千二百多隨從」，你想：「一天要供應這些人的吃用啊，不是很豐富地方它也很

難應付」，嗯它這也可以看見，這舍衛國它是很豐富的一個地方。「祇樹給孤獨園」，這在古代

噢講這黃金鋪地很了不起，我是講在現在黃金鋪地啊根本就沒有那一回事，為什麼﹖它黃金

鋪地，你看怎麼黃金法，假如用金箔來鋪地啊現在要鋪到很多層，譬如我們知道台中市啊－

台北我們不要講啦，台中市一個建國路啊，最近地價升到一坪地二百多萬，嗯在彰化那些市

中心啊，也地價一坪都一百多萬，你想一百多萬，現在金子啊去買這黃金來鋪地，三尺六尺、

四方，這兩個榻榻米就是一坪，那黃金鋪地啊沒有什麼困難，嗯沒有什麼困難，它以前的土

地便宜，是不是啊﹖它土地又便宜啊，又是欸，這個「祇樹給孤獨園」，這個祇陀太子的花園，

因為他這「給孤獨長者」，有一天為他兒子的婚姻的事，到一個地方去看他這未來的親家，嗯

去看他，他那邊，喔！大掃除又大亭榭，他問他要做什麼﹖他講他要供養這佛陀同佛弟子，

他聽到－他本來是外道的，一聽到很恐怖，心裡很不舒服，可是他也不能反對，等到看到佛

陀同弟子那樣子威儀莊嚴，哼看了心裡非常高興，所以高興啊，他也想請佛陀同一班這聖弟

子去供養，那世尊也答應他，那你有這地方﹖他講那我們去找啊，嗯，他家裏很有錢嘛！那

世尊就派舍利佛，舍利佛大概是一個工程師啊會建房子的，幫他去看，看了，他這地方沒有

好，看到這「祇陀太子」的花園，嗯，看這個地方很好、環境很好，花園都是比較清淨，花

木也比較很好，嗯看這點很好，可是這是太子的花園哪，所以「給孤獨長者」就去同太子磋

商，太子也同他開玩笑的，他講：「那你除非是黃金鋪地，」「鋪遍、鋪滿我這花園，我就賣

給你。」 

 

《42:30》 

所以他也就答應，噢，然後把他金庫打開來，把黃金鋪…，鋪啊叫這太子去點收、驗收，哈！

太子講：「你能鋪到地，這樹你沒辦法鋪！」－樹是直的它怎麼鋪上去﹖可是太子看到他這誠

意，講：「算了，樹我布施，算我的，園算你的」，所以「祇陀太子的樹，給孤獨長者的園」，

他是這樣地建築一個這個「祇園精舍」，欸，它是這樣地，這故事這樣地。裏面註的我希望大

家去看一下註解，比較這事實確實一點，我是本一點記憶，有的時候還會漏掉一點，這沒有

多大關係地，我認為這同我們修行沒有什麼多大關係，可是這些環境對我們修行的也很大地，

我們修行有地方清淨、嗯安定，這對我們心裡幫助很大地，嗯很大地，我們這修行的人不要

這黃金鋪地，他同地藏經一樣地，他一來什麼田園厝宅都拿去賣了，都全部都要施捨，這黃

金鋪地啊有什麼了不起，我們這一捨就要捨清淨，嗯，因為心裡才清淨，這也可以這樣地去

看它，可是他這修福報很大，這「祇園精舍」還沒有做好，天上的天宮已經做好了，《給》孤

獨長者的、將來天上的宮殿-為他的宮殿、福報的宮殿已經做好了，這是福報我們不能不承認，

只要修因就必有福德因緣，嗯他有福報的，所以這就叫「祇樹給孤獨園」，我們了解喔－「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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陀太子的樹、給孤獨長者、這須達長者的花園」，嗯他就是建一個這個「祇陀精舍」、「祇園精

舍」，它是這樣的。 

 

《45:03》 

「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」。這本來世尊最初出家的時候，他是偷偷摸摸，半夜，嗯這個

出家，逃過、離開王宮，嗯逃過，所以我是講啊，我們現在人很多出家的都要偷偷摸摸，人

家問我為什麼﹖我講我們教主就是這樣子地做起了，欸他偷偷摸摸地，因為父母對子女的這

個割愛，這個不是很容易地，他有這決心，嗯，可是他世尊當時有四天王幫他的馬廄夫逃過

護城河，我們現在的人啊也要靠這親…這好的朋友幫他掩護，欸出家，這是講啊這是一代一

代都有這樣的傳承下來，沒有什麼奇怪的。 

 

《46:06》 

欸，他都是這父母的感情太濃厚，一下不容易割捨的，他這出家之後，他父族同母族這五個

人－五個比丘去看他，實在要勸他回宮，可是勸他不來，他結果五個人跟他修行了，欸修行

啊，等到最後，欸這苦修的，印度本來婆羅門都是很多苦修的，古印度修行都苦修的，可欸

世尊修到最後，在這河邊接受牧羊女啊是牛奶還是羊奶啦，嗯他喝了精神煥發，嗯一洗澡起

來就精神更好了，可是那五個人認為祂退轉，他跑掉了不理祂，欸跑掉，世尊一起來啊，就

在這菩提樹下…┤├世尊啊－這我順便講，世尊到那邊去啊，四月八號、初八，夜睹明星他

悟道了，嗯成正果了，欸成正果了，他就想這五個人哪、要先度他，他本來五個人約定－祂

來啊、看到祂來我們不理祂，嗯不要理祂、祂退轉了不理祂，可是世尊那種莊嚴那莊嚴慈祥，

囃！結果五個人都跪下去啦，哈！這是講啊，一個人這莊嚴這起這威儀啊，很要緊的！很容

易、不要你開口，這眾生見到就很歡喜的，很歡喜的，這是很有、作用很大的，所以他五個

人跪下去，祂世尊同他講「苦集滅道」，這是第一個示現的，一個勸的、一個正轉，他三次轉

法輪就度五個比丘，這五個比丘都成羅漢了，他就這樣那時候三寶具足了。 

 

《48:32》 

可是後來，他這裏面有註的，祂後來去度這好像是「迦葉」他三兄弟，嗯他一共一千個，後

來再這「目犍連」同「舍利弗」，他兩個人啊有這二百個，又也這什麼長者呵，這裏我沒有詳

細去看他，他一共哩他有五十個，連這個五比丘啊，應該是一千兩百五十五個，嗯他這裏省

掉，取一「千兩百五十個人俱」，他這佛的隨從－經常跟祂出門的，嗯隨常的從，嗯他這樣地

構成。所以這「大比丘」－那就表示很多裏面都證果的，嗯證果的！比如：四果、三果、二

果、一果，都不少的，所以這不是普通的比丘，我們知道比丘的意義，我相信大家比我更清

楚了，因為大家這裏啊很重視戒律的，戒律裏面祂講比丘應該怎麼做、怎麼做，這個是很清

楚地，嗯，我們這比丘啊實在講啊，現在末法時期啊很多也不少呵、不少不正常啦，譬如我

們世尊啊叫我們不要邪命地存－五種的這些，現在社會上、社會發生的，所以我們在這裏都

很重視戒律的，沒有這些僧，這最好的！嗯，我們要保持正法就是啊、就應該重視戒律，那

沒有戒就是「根本」就沒有了，嗯這┤ 

 

├《50:50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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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果的就證了，很簡單地，人家問我為什麼﹖我講我們現在了解這道理，我們做不到，他以

前的人啊了解道理，他馬上就做到了，為什麼﹖他生在佛前，他有他的福德因緣，嗯有他智

慧，有他定力，我們現在也離開世尊入滅的時間也兩三千年了，嗯，沒有那種福德因緣，我

們了解道理啊是變作一種理解－做不到，他以前的人，他一聽見他馬上就證到了，他就很容

易地，譬如世尊在阿含經裏面同病比丘講，祂問他：「你是身病還是心病﹖」呵，他這生病是

身體生病啊並不是心裡，心裡知道身體哪個地方病，哪個地方毛病，心裡很清楚的，嗯，我

們可以講啊，自己的、對自己的身體生病啊，比醫生還要清楚，就是講啊這心是沒有病啦，

嗯身體是有病啊，所以世尊告訴他－你是身體的病，心沒有病，這個心裡不要同身體和在一

堆，你和在一堆你就不能了脫，欸，他聽了之後就成羅漢了，欸，我們聽到這句話，我們講：

「唉喲、唉喲，哪裏痛、哪裏痛」，他老是解脫不了，因為為什麼﹖沒有定力，這是一個最大

的－沒有定力，你要沒有定力啊，雖然聽這道理他做不了，嗯做不了，所以這修持的啊，知

道這個道理我們要修定力去配合它，要「定慧等持」，那你那時候不要擔心不能證果，嗯，所

以在這佛世的時候很多都是「大比丘」僧。 

 

《53:07》 

欸，這個「眾」，就同我們這僧人一樣的－大眾的，我們僧團要四個人，最少要三個人，才能

構成一個「眾」字，我們中國人以前這「眾」字是三個人，一個在上面、兩個在下面，這也

是這樣寫的，這個是「眾」，可是中國人認為出家人是僧人－嗯它好像是這樣地，一個是本來

不能稱僧眾，一個是只有一個比丘，可是我們習慣了，他，大家都認為：「他這出家人是僧人

的身份」，嗯這可以講－這是這團體裏的一份子，那是可以講的，所以這與這大比丘僧眾有一

千二百五十個人同時的，「俱」是同時的，這個是講他經常要在，這佛啦這就是講、在這兒「通

序」，嗯「通序」，普通佛經都是這樣的－可以「證信」，為什麼「證信」﹖這個佛經並不是隨

便的，有這樣多的人可以證明或在那兒聽，有時間、有地點，這就像我們現在的開會，喔政

府機關也好，民間團體開會也好，一來簽名，時間、地點、簽名、主席、記錄、欸開會的內

容，嗯一樣地，這是一個科學的、很科學的，我們佛法也是這樣的，這是叫「證信」，不是隨

便來的，可以相信祂，這是叫「證信序」，一個「通序」嗯。 

 

《55:11》 

這「別序緣起」－這分別的，這每一本經不一樣的，這個緣起－每一本經都有祂的事情祂才

會講，這是緣起，這緣起在序裏面就叫「別序」，上面那個－時、人、主…是「六成就」的，

那些都是講它是一個通的，這「六成就」那些就是「通序」。嗯這是「別序」，這個「別序」

在金剛經啊特別的，這最好的，我認為金剛經最好就從這裏，很多啊祂放光又怎麼怎麼樣…

那些是佛的境界，我們不很容易去體會它，可也這些，在金剛經世尊這「別序」的緣起就是

日常生活裏面做一個示範模樣、這榜樣，給我們科學的，這是最平常的，所以金剛經啊非常

的好就在這裏。 

 

《56:25》 

「爾時」，「爾時」－在那個時候，噢，比如這六成就、前面所講六成就那時候。祂「世尊食

時」，「世尊」－就是我們這三界所尊崇叫「世尊」，佛的「如來」、「應供」、「正徧知」，那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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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佛」，「世尊」他十個德號外後面加一個「世尊」－這總稱的，嗯他三界所尊崇的就叫「世

尊」，「食時」－「食時」啊就是要吃飯，在這佛世的時候，太早去托缽，他、人家還沒有起

來，太遲了他怕時間來不及，這世尊的時候是日中一食。 

 

《57:18》 

現在泰國和尚，他每天、他們都五點，天要亮沒有亮他們出來托缽了，回去他也要吃早餐的，

嗯吃下去，他中午啊就擺在這牆壁旁邊，他沒有這廚房沒有這齋堂，他沒有的，他沒有的，

他就擺在那邊，中午啊十一點他再吃啊就不要了，實在那些，我們這個戒律裏面不說吃，到

隔天的實在不能吃，那吃了吃壞肚子，嗯，他在托缽的有二十袋地方啊，他不能那樣子留到

明天吃，有的啊，我在泰國住的時候、在泰國寺廟住時候看啊，因為他都保護這些、去翻它，

到十一點熱的呵它已經起泡了，他也那樣吃，叫我們吃肚子會吃壞的，可是他慣了，泰國和

尚他這個水袋的水，那沒有我們台灣那樣乾淨，他也那樣子隨便喝了，嗯他習慣了、可以應

付，他「食時」就是要吃飯的時間，他這個吃飯的時間啊要比較早，他比如八九點、九點，

他去托缽啦，到回來才可以吃，所以是準備的時間，這個吃並不是講馬上吃，嘿他準備。 

 

《58:55》 

「著衣持缽」，祂成佛了之後，佛本來沒有生熟二藏，這沒有生熟二藏，我們可以講祂這胃同

腸都、就變金剛體啦，祂都不需要去消化，不需要東西下去，祂就講祂沒有生熟二藏，實在

就是不需要祂去要東西去消化，去幫助它，祂可以不需要，所以佛本來是不應再吃，可是祂

要示同眾生，要示同一般比丘一樣的生活，嗯祂到那吃的時候，祂還一樣的要「著衣」，欸，

要「著衣」把這袈裟披起來，嗯披起來。在印度同泰國，它亞熱帶地方，他裏面袈裟喔很不

同我們，我們要穿這衣服的，我們是比較冷、涼快地方，他熱，他沒有、他裏面就充其量穿

個短的裙子，欸，稍微遮住，啊！他外面就這袈裟了，這著這袈裟然後才可以出門，他每個

人出門啊，除了在自己房裏面，一出來都要袈裟隨身地，嗯他沒有袈裟他就沒有衣服了，嗯，

所以這「著衣持缽」，一「持缽」，佛的缽是以前瑠璃的，這四天王把過去維衛佛的這個缽，

嗯，他把他這個，本來啊他是拿來供養佛，拿來供養佛，嗯這佛也需要持缽啊，去同人家托

缽、到外面去接受人家供養總要缽。 

 

《1:01:05》 

嗯，以前大概簡單，我們做小孩子時候，我是泰國出世的，做小孩時候以前還沒有這一格一

格的那種，這和尚出門，這出家人出門都是一個缽，嗯菜也倒下去、飯也倒下去，現在已經

改良了，有一格一格的、菜倒在那邊，飯再倒在缽，它分開了，它以前啊是沒有，所以人家

講他為什麼什麼東西都吃﹖葷的也、他吃，因為他整個的缽、他就吃了，他不能開口，因為

托缽的啊都福田衣，他不要－沒有偏袒右肩的他不能開口，沒有開口地，所以現在泰國和尚

早上去托缽，他還是福田衣－沒有偏袒的，他不能開口，就是人家給他什麼、他吃什麼，欸，

他那就是講，他不會拿活的東西給他吃啦，他是方便吃的。 

 

《1:02:13》 

他這我順便講喔，比如「著衣持缽」，「持缽」是要去化這飯吃呀，喔化這個緣啦，所以「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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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衛大城乞食」，祂是住在這城郊外面，比如我們這裏住在觀音山，那要托缽啊，繼續要到埔

里啊，到城市地方啊，你在這裏同什麼人托啊﹖是啊，祂要托缽祂就到「舍衛大城」，它國都

那繁榮一點，到那邊「乞食」，「乞食」啊就是實在去托缽－這個眾生供養，嗯，一方面等於

乞士，所以出家人比丘啊稱乞士，他不是一般的乞丐，乞丐他只要飯，嗯他不會上求佛法，

我們啊除吃飯之外－乞、乞這施主的這道糧要來吃，維持我們的色身，他還要再乞這佛法來

養活我們的慧命，嗯所以這不同一般的乞丐，所以稱為乞士，他到那邊去托缽就是去乞食、

這個要吃飯的飯菜的呵。「於其城中」－那就到舍衛大城裏面，欸，祂在裏面，裏面啊「次第

乞已」，嗯祂次第乞，那就沒有分別啦，一家乞過一家，這並不是從頭到底一天都走了，那你

城市很大的，我們的啊只要托到這個「應量器」6夠就可以了，嗯比如七家、幾多家，這就可

以了，不必到這全舍衛大城都乞了，乞了吃不了啊，所以祂就這樣地次第乞，沒有分別、沒

有好壞。 

 

《1:04:29》 

可是我們佛教裏面有兩位尊者－一個他專向貧窮的人家去托，那是這「迦《葉》尊者」，他怕

那些人沒有福報，給他種福；「阿難尊者」又怕這富貴人家不作福，啊又怕他將來會貧窮，他

就專向這富貴人家去托，所以阿難才搞到摩登伽女的難。這也是這樣，他不同大眾的，他是

分別的，啊他分別的、不是次第地，嗯這是我們順便講。祂次第地是沒有分別，這是講「次

第乞已」，嗯，祂一個哩、一來啊祂一個成佛的人祂「不著佛相」，不以為祂「我成佛了，噢！

不必要」，嗯祂是著衣持缽一樣的要出去，要著衣要持缽跟大眾一下出去，一下出去啊，祂「次

第乞已」－沒有起分別心，這我們普通人啊，一到什麼地方都起分別心的，欸，會看啦，喔

這一家富貴一點可能他這飯菜好一點，那家差一點可能飯菜差一點，心裡啊你就講啊、不要

口講出來，心裡有的時候都會起這些觀念，我講這是我們眾生習氣，我們沒有辦法，嗯，我

們知道人是五蘊和合、空的，啊！這所有事相都是幻化和合、空的，我們碰到牆壁就不敢過

去，為什麼﹖一到那邊去啊，它心裏面馬上就告訴你：「這是牆壁啊，你不要撞它，不要碰它」，

啊！這個是習氣，它老是會存在的，我們也是這樣的，你次第乞啊，我們結緣可能講次第乞，

可是心裏面這念頭，它會有分別這富貴同貧窮的家裏，這┤ 

《1:06:47》結束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
 《即缽，梵語缽多羅》 


